
[專題分析]                                                        行政院主計處 

                                                                   84 年 8 月 8 日 

                      台灣地區出生嬰兒性比例概況 

                             (按發生日期) 

 

                                          單位：每百女嬰所當男嬰數 

───────────────────────────────── 

  年 別      77 年    78 年    79 年    80 年    81 年    82 年    83 年 

───────────────────────────────── 

出生嬰兒    108.2   108.6   110.3   110.4   109.9   108.1   108.9 

  性比例 

 

按胎次分 

  第一胎    107.3   107.0   106.8   107.4   108.0   107.1   107.8 

  第二胎    106.9   106.9   108.7   108.5   107.5   106.7   107.3 

  第三胎    111.6   113.3   118.7   118.2   116.0   110.9   112.9 

  第四胎    111.5   120.5   128.5   129.5   130.1   121.3   120.0 

  第五胎    122.1   120.3   129.0   124.7   132.9   118.1   118.6 

─────────────────────────────────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附    註：出生嬰兒性比例=出生男嬰人數/出生女嬰人數*100。 

 

說    明：1.台灣地區出生嬰兒性比例，民國 77 年為 108.2，嗣後逐年升高 

            ，至 80 年達最高峰，為 110.4，而後逐漸下降，至 83 年又略升 

            為 108.9，但仍較台灣地區男女性比例 106.2 為高。 

 

          2.就胎次別觀察，第一、二胎出生嬰兒性比例近年來大致在 106 

            至 108 之間，第三胎已超過 110，第四胎及第五胎大都超過 120 

            ，尤以 81 年之第四胎及第五胎更超過 130，已偏離性別結構之 

            均衡，顯示前二胎之性比例，影響後續懷胎意願 ，國人仍存 

            重男輕女偏好。 

 

          3.與各國比較，我國出生嬰兒性比例 108.9，較美國 104.7(1990 

            年)、日本 105.7(1991 年)、英國 105.2(1991 年)、新加坡 106 

            .6(1992 年)、香港 107.6(1992 年)為高，但較韓國 112.5(1990 

            年)、大陸 111.7(1990 年)為低。 

 


